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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trend of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ur country is facing great oppor-
tunities and challenges, higher education needs to cultivate the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facing the 
world, so to carry out the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is the top priority. Due 
to the advantages of relatively weak, provincial local colleges should be more reasonable to de-
velop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opera-
tive education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mode 
of cooperative education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for engineering, which has certain guiding sig-
nificance and reference value for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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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经济多元化、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下，我国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与挑战，高等教育急需培养出面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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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开展中外合作办学是当务之急。省属地方高校由于优势相对薄弱，更应合理制定合

作办学模式，本文主要从我国地方高校合作办学的现状解读入手，分析地方高校合作办学模式存在的主

要问题，提出工科类地方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发展策略，对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具有一定

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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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规定：中外合作办学通常是指外国教育机构同中国教

育机构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的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机构，目前所称的中外合作办学一般是

指国家鼓励的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领域开展的中外合作办学。《国家纲要》指出，要“开展多层次、

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经验，促进我

国教育改革发展，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国

际交流与合作，办好若干所示范性中外合作学校和一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开展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

高校实现教育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重要手段。经过近 40 年的发展，中外合作办学已经成为我国整个教育事

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外开放进程中社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 
地方高校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对于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加快地方高校教育改革和发展步伐，促

进地方高校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增加地方高校教育供给的多样化和选择性等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同时是快速提高学校办学水平、社会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是永葆学校发展活力和生命力的迫切要求[2]。
这种国内外相结合的学习模式，不仅可以节省学习费用，而且可以给初涉独立生活的学生提供缓冲，让

他们既可以在国内完成社会化的过程，又吸纳了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3]。 

2. 我国地方高校合作办学的现状解读 

2.1. 我国地方高校合作办学的历史和现状 

我国大多数地方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工作始于改革开放，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改革开放初期八十年代起至 1992 年前后，大陆高校先后与美、德、法、日的教育机构

和个人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天津财经学院等。但总的来说，这

一阶段的办学近限于一些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方高校，属于高校自行组织的国际交流行为。 
第二阶段，从 1993 年《关于境外机构的个人来华合作办学问题的通知》的颁布至今，这一阶段，我

国大多数地方高校认识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必要性及必然趋势，合作办学规模不断增大，教育手段日趋

现代化，发展了网络授课及远程授课等，主要专业有工商管理、信息技术、外语等。此间，几个关于中

外合作办学的法律法规值得提及：1995 年颁布《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1996 年颁布《关于加强中外

合作办学活动中学位授予管理的通知》；2003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2007 年

颁布的《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外合作办学秩序的通知》等。以上文件的出台对我国地方高校中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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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办学工作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2. 我国地方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基本模式介绍 

我国地方高校合作办学的模式主要分为双校园和单校园两种。 
双校园模式是指分阶段培养，在广大地方高校内广泛实施。即学生在国内院校完成“X”年的学习，

通过考核后，选派到国外院校完成剩余年份的学习，修完全部课程。顺利毕业可获得国内和国外两所学

校的毕业证和学位证。这种模式能够很好地培养学生的国际化意识，增强其独立自主的能力，但同时对

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有一定要求，并且，如若把控不好，很可能会沦为一种单纯送学生出国留学的途径，

与教育部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初衷背道而驰。 
另一种单校园模式，即学生只需在国内完成全部课程学习，即可获得两所学校的毕业证和学位证，

这种培养模式的优势在于，学生可以不出国门，就享受到国外大学的资源，接受先进的教学理念，但同

时，这对合作双方有着较高的要求。中方学校需引进成套的国外高校教学体系和课程，并聘请外教进行

主要课程的授课。 
以上两种模式各有千秋，目的都是培养高素质人才，以高等学历教育为主。总的来说，我国多数院

校已对合作办学项目进行了积极探索，效果也颇为显著，但各地区发展较不平衡，还需进一步改善。 

3. 我国地方工科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3.1. 国外的教学理念与我国传统的教育文化的冲突 

国外的教学理念是“创新”，是独立的思考和动手能力的创造，老师仅仅给予的是一个启发和带领

的作用。并且在学习的过程中比较重视的是对科学技术的更新和创造，特别是工科院校，更加的注重思

考与创造力。然而反观国内的高校，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在国内高校中普遍存在，重课本知识，注重老师

的教学内容，老师在教学中在同学们领悟知识的过程中起到的是主导作用，并且衡量老师教学与同学们

的掌握情况的唯一途径又是考试，容易造成老师教“死书”，同学们读“死书”，只懂理论知识，而不

能够通过实践去检验。 

3.2. 学生的外语水平达不到外语或双语授课的标准 

我国学生衡量外语水平的便是四六级考试，很多学生连一些普通的外语词汇和知识都一知半解，而

工科院校的专业知识中，专业术语较多理论知识更加的复杂，外语或者双语教学更加困难。合作办学给

学生的书面表达或者日常办学的交流都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完全达不到课程结束后应有的效果，反而越

学越差越来越没有信心违背了合作教学的初衷。 

3.3. 中外合作的水平和层次较低，意义不明显 

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有目的、有重点、有层次的使用引进的国外优质资源，是对中外合作办学专业最

基本的要求[4]。而由于自己技术水平的有限和语言能力的限制，与我国地方高校进行合作办学的国际一

流大学很少，主要是一些规模较小并且名气不大的院校与我方合作。并且在合作的层次上主要是本科层

面的合作，层次偏低，应当尽量向研究生的水平发展，在过程中也提高与我国合作的国外高校的水平，

增加合作办学对于我国工科类高校的意义。 

3.4. 合作办学的实践性与应用性不强 

我国高校与国外高校的合作办学大多都是理论上的教学，学术性的较多，缺乏应用性与实践性，而

工科的专业对实验的要求很高，理论都应该接受实践的检验来增加学生的领悟程度，达到教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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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国地方院校的合作办学大多数都体现在了表面上，比如多语言教学，而没有达到工科真正所要求的

对知识的钻研，也没有达到中外合作所想要进行的知识的“互换”，没有让理论、科学技术在双方之间

大范围的传播，没有真正利用好“合作办学”这个平台。 

4. 我国地方工科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发展策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我国高校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正在蓬勃发展，但地方工科高校的情况不

容乐观。近几年来，中外合作办学出现 4 个关键词：规范、依法、质量、创新[5]。这也正是我国地方工

科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的发展方向。建设健全地方工科高校的合作办学模式发展策略很有必要。 

4.1. 制定具体鼓励政策并落实到位 

目前，虽然国家及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出台了诸多政策法规，但还是不够完善。政策缺乏创新性、连

贯性，对现实的指导作用有限，同时这些政策法规并未体现各地教育的实际情况，一视同仁，这对多数

地方合作办学高校是相对不公平的。国家应当针对各地区情况，制定具体政策，给予经费上的大力支持。

同时地方政府也要积极投入到地方高校的合作办学项目建设中去，发挥各地区自身优势，从而获得更好、

更快的发展。 

4.2. 提高办学层次 

拓展地方高校与国际一流大学的合作办学交流空间，积极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合作。在合作项目选择

上，要紧抓本校学科建设特色及现阶段国内急需和新兴的专业，也要引进国外高校的特色专业及课程体

系，借力优势，勇于创新。 

4.3. 积极开展应用型工科领域的合作 

通过合作办学，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先进科学技术及国际通用职业资格证书的课程体系，更新

办学理念，注重实践教育，理论联系实际，目标是培养一批高素质、国际化的应用型人才。 

4.4. 扩大留学生规模，实现真正的双向交流 

在合作办学中，积极吸引国外学生来本校留学，大力引进国外人才，扩大留学生招生规模，以此帮

助推进学校教学改革及教育质量，得到国际认可，扩大学校影响力及知名度。 

5. 结论 

总而言之，中外合作办学有利于提高我国的教育层次及质量，更有利于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在合

作过程中，我们要站在长远发展的立场上，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办学模式，真正做到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

源，建立起国际化、多元化、社会化的高等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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